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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之东南，青山逶迤，碧水蜿蜒，薄雾在

苗寨间弥漫。这里是雷山县，1200 多平方公

里的苗岭腹地，154 个古朴雅致、特色鲜明的

少数民族村落镶嵌其间，上万栋小青瓦、坡屋

顶、花格窗式民居星罗棋布，宛如一座没有围

墙的古村落博物馆。

随着 68 个古村先后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旅游业发展成为雷山县的支柱产业，2022 年

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县 GDP 比重超 60%。

日前，记者深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雷山县郎德上寨（上郎德村），观察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全过程，探寻“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愿景怎

样一步步变为现实。

一体推动

统一规划管理，调动各方参与

背山面水落寨，依山就势建房。古色古

香的吊脚楼错落有致；曲折延伸的寨内小巷，

鹅卵石铺成“鱼骨形”；蜿蜒清澈的望丰河，在

寨前悠悠流淌；河畔架架水车日夜鸣唱……

俯瞰郎德上寨，人们不禁感叹：时光荏苒，苗

寨变了，又没变。

溯源寨子的历史，距今已有 500 多年，当

年的围墙、隘门等遗址，至今可见。“郎德上寨

一直保持着古风，数百年来几乎没有明显变

化。”上郎德村党支部书记陈尚福说，“改革开

放后，寨子打开大门迎客，敲铜鼓、吹芦笙、唱

酒歌，引来八方客人。”

1987 年 ，郎 德 上 寨 便 开 始 发 展 文 化 旅

游，30 多年间，先后接待国内外游客百余万

人次。2001 年，郎德上寨古建筑群成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面是传承，一面是发展。郎德上寨的

保护利用，始于协调各方，一体推动。

“黔东南州现有中国传统村落 415 个，数

量持续位居全国地州（市）级第一。为把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作为后发赶超的优势来推动，

州委州政府构建起由州到村 5 级联动工作体

系。”黔东南州住房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中心

主任陈妮妮表示。

按照“分级保护、分类管理、镇村联动、一

村一特、共生共长、共享共赢”的规划思路，黔

东南州聘请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

专业人员，对全州传统村落区位关系、村落品

质、资源概况等进行论证分析，编制完成 415
个传统村落规划并挂牌保护。

“保护利用，群众是主体。充分调动村民

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内生动

力是关键。”陈尚福认为，郎德上寨之所以脱

颖而出，除了规划科学、较早实施，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让群众尝到甜头是根本。“敬重

历史、延续文脉、乐享发展，这是一种良性循

环。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他说。

高效保护

完善机制建设，提升保护意识

岁月洗礼，屋顶的小青瓦早已斑驳，村民

陈俊宇踩着木梯，小心翼翼地将需要更换的

瓦片一块一块拣下来。整整一个上午，他才

从成堆瓦片中筛出 50 多块。

寨子的人气越来越旺，陈俊宇计划把自

家二楼改成民宿。审批过关后，他才放心开

工。搬出事先备好的钢筋，逐一切割，铁丝捆

绑，扎制成架，在众人协助下，3 根水泥柱落

地成型。浇筑水泥柱是为了保证排水安全，

晾干之后外面要再包一层木板，确保风格统

一。“修旧如旧，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观念，得

一代一代传下去，只要寨子在，我们的根就

在。”陈俊宇说。

村民杨后仕家的房子属于被列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前段时间，他家

的地面有些塌陷。杨后仕逐级反映，县文物

局派人对房屋整体结构全面检查。第二天，

看到一支专业队伍接手修缮，杨后仕一脸笑

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还不用自己掏钱，

木房定能长期住下去。”

为抓好农村住房风貌管控，高效保护传

统村落和民族特色村寨，雷山县编制《雷山

县农村住房风貌控制通用图集》，从建筑结

构、建筑高度、建筑外形等方面提供参考和

引导。

“传统村落保护，外观上讲究百年一貌，

内部可以及时更新，最大程度实现古今和谐

交融。”雷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村寨保护建设

中心主任李徐飞表示，唯有实现古与今的交

融，方能提升群众的保护意识，拓展传统村落

的保护空间。

建新村，保老寨。人口增长压缩着群众

生活空间，考验着传统村落保护，雷山县主动

寻找破解之法。

“经过多方争取，我们在老寨旁划了一块

新区，确有建房需求的，经批准后可以新建。”

目前新区已经建有 23 栋木房，陈尚福希望在

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也能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保护传承寻找新空间，创造新机遇。

活态传承

建好传承阵地，呵护文化生态

环顾郎德上寨，最平坦、最宽敞的地方，

要数芦笙场。

家家有芦笙，人人会吹笙。在郎德上寨，

芦笙是村民不可分离的密友良伴。50 岁的

陈晓明吹奏芦笙已有 30 年，是县级非遗传承

人。从过去的娱乐方式到如今的生活依靠，

在他手上，芦笙的传承发展充满勃勃生机。

芦笙是用竹子制作，由笙斗、笙管、簧片、

共鸣管构成，按管数分为 6 管到 21 管不等。

俗 话 说“ 吹 出 声 音 三 五 天 ，吹 成 曲 调 三 五

年”。陈晓明仅用两年便掌握了 6 管芦笙曲

调，如今更是寨子里少有的能吹奏 21 管芦笙

的演奏者。

“每逢喜庆日子，苗家人就会吹芦笙，这

是延续乡音、交融乡情的媒介，也是苗家儿女

的精神和情感寄托。”如何把这一习俗传承下

去？随着旅游的发展，陈晓明有了想法。

“寨子发展旅游，吹芦笙、跳芦笙舞是保

留节目，游客特别感兴趣。”靠着这手绝活，陈

晓明拉起一支 10 多人的演奏队伍，还带动不

少村民参与表演，共同吃上旅游饭，“每次到

广场上演出，家里两个孩子都挤到前面，边看

热闹边模仿，现在一个学谱，一个演奏，不愁

没有传承人。”

从芦笙场到村史馆、手工艺基地等文化

传承阵地，郎德上寨活化利用闲置房屋，集中

展示传承苗绣、银饰、刺绣、蜡染等民族特色

产品和技艺。同时依托“名人才”培育工程和

高校协作，培养一批民族技艺传承人，推进非

遗文化、民族技艺进校园，厚植传承理念，培

育传承人才。

2017 年，以国家、省级传统村落数字博

物馆建设为契机，黔东南州详细整理村落建

筑、民俗文化、古村映像等 9 个板块的视频和

图片，实现传统村落智慧保护，目前累计完成

126 个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建设。

“传统村落保护，不仅要保护村落格局

和建筑风貌，更要系统性保护村落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文化生态。”黔东南民

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发展中心负责人杨勇富

表示，近年来，黔东南州陆续推出侗族大歌

百村歌唱大赛、传统戏剧展演等品牌活动，

同时开展传统村落非遗资源深度普查工作，

建立非遗资源数据库，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

保护。

融合利用

做好精准定位，彰显乡村活力

上午 11 点整，寨子里的广播准时响起。

陈晓明放下农活往家赶。不一会儿，只见他

腰系蓝色腰带，头缠青色长巾，手持 21 管芦

笙，准时出现在寨门前。

不远处，村民白义珍脚穿花布鞋，身着百

褶裙，头戴银饰品，同其他身着盛装的苗族妇

女一道，沿着田坎小路，摆起一张张木桌，倒

上一碗碗米酒，静候来客。

上午 11 点半，游客逐渐向寨门聚拢，郎

德上寨的迎客仪式正式开始。游客们踩着芦

笙调子，逐一品尝每一道“拦路酒”。

“第一道叫恭喜酒，表达的是当地群众的

热情好客，后面还有善良酒、勤劳酒、勇敢酒

等，每道酒代表一种祝福，喝完才能入寨。”听

着歌、喝着酒，不知不觉间，游客陈静有些微

醺，成功进入寨子，她跟随队伍来到芦笙场，

观看舞蹈表演，“借着酒意，自己也能跟着节

拍舞一段，特别尽兴。”

为 宣 传 好 、推 广 好 、管 理 好 郎 德 上 寨 ，

2016 年，当地政府成立郎德旅游公司，打造

乡村旅游特色品牌。

“我们还跟三四十家旅行社合作，平均

每天吸引 1000 多人前来游玩。”郎德旅游公

司主管赵猷鑫表示，为动员更多群众参与旅

游服务，寨子还实行工分制管理，参与各类

表演的都能加分，据此月月分红，“公司每个

月直接补贴 10 万元，要是演出场次多，还有

额外奖励。仅这一项，平均每户一年能增收

7000 元。”

参与演出的同时，村民们还在自家门口

售 卖 银 饰 、刺 绣 、蜡 染 等 手 工 艺 品 ，少 则 几

种，多则 20 余种。农忙下地劳作，闲暇演出

摆 摊 ，白 义 珍 的 生 活 也 是 多 数 苗 族 妇 女 的

日常。

面对丰富的传统村落资源，因地制宜，精

准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至关重要。2020 年

起，黔东南州实施分级分类保护利用，做到同

类化又差异化，特色鲜明，示范带动，陆续推

动传统村落资源与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研学

体验、体育赛事等相融合，彰显乡村活力。

2023 年 9 月底，黔东南州还推出中国乡

村旅游 1 号公路，整条线路全长 488 公里，包

含以肇兴侗寨为中心的侗乡传统村落精品旅

游环线、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中心的苗岭传统

村落精品旅游射线和西江肇兴连线，将 42 个

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串珠成链。

“黔东南是自然与文化和谐交融的生态

空间，一个个传统村落宛若一座座没有围墙

的博物馆，讲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借

助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契机，将自

然之美、人文之美逐一展现。”杨勇富说。

图①：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古建筑群。

雷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薄雾笼罩下的郎德上寨。

陈沛亮摄

版式设计：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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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力 度 ，加 强 城 乡 建 设 中

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数量众多、分布

广泛、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是我国宝贵

的文化遗产，寄托着绵长乡愁。近年来，

有关部门先后组织 6 次全国性调查，将

有重要保护价值的 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传统村落延续着历史记忆，也承载

着现代生活。如何保护好、传承好传统

村落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如何通过

合理利用，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日前，

记者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雷 山 县 郎 德 上 寨 ，记 录 一 个 传 统 村 落

集 中 连 片 保 护 利 用 全 过 程 ，探 寻 当 地

怎 样 找 到 一 条 兼 顾 保 护 与 发 展 的 新

路径。 ——编 者

浙江杭州蝴蝶剧场，《新龙门客栈》开演

前，大厅聚满了观众，一眼望去大多是年轻

面孔。自去年 3 月推出至今，这部越剧持

续走红，不少观众通过这部剧认识了我、了

解了越剧。我所在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一直致力于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过去

每年演出大约 120 场，而去年截至 10 月底

就演出了 200 余场。

年轻人越来越了解越剧、越来越喜爱

越剧，是我的直观感受。我们在浙江宁波

演出传统戏《白兔记》，戏票提前一个半月

即售罄。剧院方说，以前演出时中老年观

众占八成，这场演出青年观众占八成。我

在表演时也能感受到，年轻观众了解传统

戏曲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反应很热烈，互动

非常好。

我一开始学戏是出于兴趣，18 年来，

凭 一 股 子 韧 劲“ 扑 ”到 越 剧 上 ，找 到 归 属

感。当戏曲演员很苦，现在通过短视频，越

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戏曲演员练功的日常。

不久前，我得了感冒，一开嗓就容易咳嗽，

演出前必须先在舌下含片药。戏曲演员对

舞台有一种纯真的渴望，我们的坚持就源

自“热爱”二字。

越剧的出圈对我来说是一份希望。要让更多观众了解戏

曲，得让观众先走进剧场，进而爱上戏曲。传统戏曲生存不

易，需要观众和市场。对于戏曲从业者来说也是如此，热爱很

重要，生存同样重要。

什么能吸引年轻人走进剧场？《新龙门客栈》的主创团队

平均年龄约 30 岁，包括 85 后导演、95 后编剧、90 后舞美设计

师 。 一 群 年 轻 人 聚 在 一 起 ，更 能 找 到 当 下 文 化 市 场 的“ 爆

点”。在演出现场，观众能近距离看到演员的细微表情，还能

化身客栈“客人”入戏互动。这种参与感与传统观戏感受迥然

不同，更受年轻人欢迎。

流量带来的关注度，对传统戏曲来说弥足珍贵。接下来

该怎么做？作为演员，关键是需要更多优质作品。同时，我也

希望有更多优秀编剧关注越剧，持续推动越剧的传承发展。

一部好戏，千金难求。越剧火下去，需要一代代传承人推陈出

新，不断贴近时代脉搏，唤起更多年轻人对传统戏曲的热爱。

希望越剧的走红不是高峰，而是起点。

（作者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员，本 报 记 者顾春采 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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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戏，千金难求。
越剧火下去，需要一代代传
承人推陈出新，不断贴近时
代脉搏，唤起更多年轻人对
传统戏曲的热爱

■新语R

本报三亚 1月 8日电 （记者孙海天）近日，第三届三亚国

际种业科学家大会暨 2024 国际种业科技博览会在海南省三

亚市举办。当天，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第三次代表会

议召开。

本次大会以“聚焦全球种业发展，激发中国种业创新活力”

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际欧亚科学院、

非洲科学院等的 30余位中外院士、100余位高校校长及农科院

院长出席，500多家国际机构、行业协会、涉农高校院所、国内外

种业企业及海南有关单位等的近 1000名代表参加会议。

在签约捐赠仪式上，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联合体向海南

省南繁协会捐赠 40 万元，共建种业创新交易平台及诱变育种

实验室重点合作项目签约。同时，还启动了“十百千万”农业

后备人才培养工程。大会还举办了现代农业领袖论坛、畜禽

种业论坛、基因编辑和生物技术论坛。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大学、中

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中国作物学会、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等主办。

第三届三亚国际种业科学家大会举办

“太像了，仿佛让我回到了 40 多年前。”

61 岁的山西省阳泉市市民董雪梅站在

玻璃柜台前连声感慨。在她身后的木柜上，

摆满了电熨斗与老式收音机等老物件，背景

墙上写着“五金交电”。一回身，董雪梅看到

了柜上的木算盘，拨弄了几下。“嗒嗒，嗒嗒”，

声响仿佛穿透时光，带着她又回到了年轻时

的日子。

这里是位于阳泉市城区南庄路的“阳泉

记忆·1947 文化园”。该文化园由阳泉水泵

厂老厂区改造而来，打造以城市记忆为主题

的沉浸式空间，如今已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

去处。

步入文化园就看到一个大广场，尽头是

布局规整的老厂房建筑群。独特的挑高空间

里，锈迹斑斑的各式金属机床，陈列在展厅两

侧。“这里原本是水泵厂的清铲车间，不仅是

机器，还有展厅内的空间构造，都保留了原有

的工业风。”阳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程丽雯说。

随着资源转型与城市化的进程，水泵厂

的改造成为必然。2020 年，阳泉市委市政府

在原址上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由阳泉

文 化 旅 游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承 担 项 目 的 建 设

运营。

展厅里，城市记忆在流动。

上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一

方方空间、展板、照片与实物，将物质文化生

活的变迁娓娓道来。墙面上，立体嵌挂着“阳

泉矿务局”“阳泉钢铁厂”“娘子关发电厂”等

企业招牌；展厅被分割成“我是一个兵”“我在

副食店当售货员”等数个 10 平方米的小空

间，个人记忆与时代印记在此交织，百姓故事

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是工人文化宫，还有天桥录像厅，兴

隆街商店。”在文化园内，被复原的老街道建

筑，让 40 多岁的市民潘虎萍很惊喜。其中

有很多地方是自己以前常去的，随着时代变

迁 ，城 市 里 再 难 找 到 ，没 想 到 在 这 里“ 重

逢”了。

那时的阳泉，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

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沟通外省的重要通道。

大批上海、浙江等地的商人也来此经商，商业

一度非常繁荣。“我们复原了这些热闹的街道

商铺，就是让年轻人能更直观地感受阳泉的

历史。”程丽雯说。

沉浸式街区不仅有历史，更有体验、有

情怀。三面方言墙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阳泉

本地的“土话”，吸引不少游客仔细辨认。在

一 间 趣 味 自 助 照 相 室 ，潘 虎 萍 操 作 电 子 大

屏 ，给 自 己 和 儿 子 照 了 一 张 海 报 风 格 的 合

影。顿时，室内四面墙上的 10 多个屏幕，全

部是潘虎萍与儿子的合影“号外”。“我们在

设计规划时，聚集了一群本地年轻人，更好

地呈现有趣好玩的东西，体现阳泉的文化特

色。”程丽雯说。

文化园还打造了城市书房和文化墙，为

市民打造开展文化活动与休闲的空间。在文

化墙上，随处可见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

《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我们希望通过

展示科幻元素、营造阅读空间，充分激发阳泉

市民的文化热情与想象力。”阳泉市城区区委

宣传部部长石磊说。

“如今，文化园业态丰富，不仅有咖啡馆、

相声表演，还有电影院、陶器馆等，已有 40 多

家不同业态的商铺入驻。”阳泉市城区区委书

记王晓丽介绍，“目前，‘阳泉记忆·1947 文化

园’已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夜间

文化与旅游消费集聚区、阳泉市研学实践活

动基地，是当地的文旅新地标。”

山西省阳泉市1947文化园——

改造老厂区，与城市记忆“重逢”
本报记者 何 勇 郑洋洋

■一线调研R

本报北京 1月 8日电 （记者王昊男）日前，《北京市历史

建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发布实施。

《规程》将历史建筑分为合院式建筑、近现代公共建筑、工

业遗产、居住小区和其他建筑 5 种类型，划分了“日常保养”

“维护修缮”“原址复建”“迁移”“拆除”等 5 类行为，并明确了

相应的保护要求和审批流程。

《规程》明确，要根据历史建筑的特点，区分保护部分和更

新部分，避免一刀切，有效推进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涉及维

护修缮和原址复建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其真实性，对有价

值部位按照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进行修缮或者复建，对于

确因合理利用需求进行更新的部位，可通过分隔、联通、转换

内部或外部空间适度满足使用要求，允许使用新材料、新技术

和现代设计手法，但应当与历史风貌协调。

北京市历史建筑规划管理工作规程（试行）实施

本报天津 1月 8日电 （记者武少民）近日，首届京津冀东

盟留学生“我与中国”中文故事短视频总展演活动在天津师范

大学举办。来自京津冀三地教委（教育厅）、各参加学校获奖

团队等的 1000 余名代表一同参加活动。

据悉，本次活动是京津冀深化与东盟国际中文教育、加强

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探索，也是京津冀国际中文教育协同协

作的创新举措，有助于持续加强京津冀教育协同协作，促进区

域国际中文教育和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东盟

友好往来和高水平人文交流合作。

据介绍，京津冀东盟留学生“我与中国”中文故事短视频

总展演活动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东盟中

心指导下，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教委（教育厅）联合主办，

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共同承办。活

动历时 8 个月，吸引来自 62 个推荐单位的 3000 余名中国与东

盟国家师生参与。

京津冀东盟留学生中文故事短视频总展演活动举办

本版责编：杨 暄 曹雪盟 陈世涵

②②

①①


